
□张亚琴

家为家事,书为记录,是
为家书。

《傅雷家书》是上初中
后，父亲给买的一本书。

原先，只以为，那是很普
通的一本书。于是，细细翻
来，才发觉不是那么回事。

很多人也同样知道，
《傅雷家书》是著名的文学
艺术翻译家傅雷及夫人
1954-1966年间写给孩子
傅聪、傅敏的家信摘编，是
充满着父爱的教子名篇。

我看到这些书信中，没
有疾言厉色的训斥，也没有
居高临下的口气，更没有顽
固不化的面孔，有的只是一
位慈祥可爱的长辈在和孩
子们作亲切的交谈，谈对国
家大事和人生的看法，对未
来人生的规划。

名人的家书里，一言一
行，言传身教娓娓道来；一
点一滴，情系家国丝丝入
扣。他们用自己的立身、处
世、为学，来教会后代们自
信、勇敢、智慧。

由此，得知父亲的心意。
他想对我说的每一句肺

腑之言，都由此本书表达了。
家书的作用，远不只此。
从影响中国千余年的

《颜氏家训》、《朱氏家训》，
到后来的《曾国藩家书》、
《左宗棠书》，再到解放前鲁
迅许广平的《两地书》、《闻
一多家书》，解放后的《傅雷
家书》、《从文家书》等等，名
人家书，可谓渊源流长，由
来久矣。古人云：“烽火连
三月，家书抵万金。”真是再
生动不过了。

读曾国藩的家书，你会
惊奇地发现，这位权倾一
时、大红大紫的钦差大臣，
竟会发出“居官不过偶然之
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的
感慨。读鲁迅给许广平的
信，你会发现先生柔情、可
亲的一面……

家书，无疑是历史发展
的一个最佳缩影。

那么，今天所列安徽的
名人家书里，你会读到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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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时 尚 文 化 读 本

家书里的春秋事

陈独秀给儿子陈松年的两封信，是
迄今仅见的他的两封家书。陈独秀一生
走南闯北，家的观念不强，也不大给家人
写信，不像“书信作家”胡适那么善作家
书。陈松年是陈独秀第三个儿子。他上
有两个哥哥:延年、乔年;下有同父异母的
弟弟鹤年。

陈松年生于 1910 年，比两个哥哥小
得多。他出生之际，父亲就与他的姨妈
高君曼私奔了，1913 年反袁失败后再也
没回过安庆。

陈松年从小没见过父亲，第一次见
到父亲是 1933 年暑假的事。此时他已
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了。陈独秀 1932 年
10 月 15 日在上海被捕，旋解押南京。
次年暑假松年带着安庆蔬菜去探监，两
个熟悉的陌生人默然对视，第一次见到
父亲，陈松年不免悲欣交集而潸然泪
下。据说陈独秀为此甚为不快，瞪着两
眼，呵斥儿子:“没出息，流什么泪！”他
见不得人流泪，尤其是儿子。父亲说话
两眼发光的表情令儿子震惊，以致终生
难忘。

陈独秀入川时，安庆老家也有沦陷
于日寇之手的危险，于是陈松年携家眷
及祖母 (陈独秀之嗣母)奔父亲而去，陈
独秀的大姐一家也不期而至。不管陈
独秀处境多么艰难，在这患难之际他仍
是这个大家庭的顶梁柱。现存陈独秀
致陈松年的两封信，就是入川之际叮嘱
松年如何将这个大家庭团队安全地带
到江津。

在那国难当头的乱世，由陈松年带
着一大家子从宜昌赶往重庆，稍有闪失
就会出岔子。所以陈独秀给儿子的信
中，对每一个环节都作了极细微的安排，
对每个细节都有极周到与坚定的叮嘱，
信中反复出现“务必”、“重要”、“千万”的
字样，不仅多处使用惊叹号，还再三缀以
重点号。这在陈独秀通信中是绝无仅有
的，可见当时陈独秀的心情是何等焦急，
这个闯荡四方的男人第一次感受到对
家、对儿子，尤其是对嗣母的责任，他要
动员一切智慧与力量将这个逃难队伍安
全转移到抗战的大方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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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清唱剧《汉宫秋》周日起上演

收藏进入“大众时代”

众所周知，徽州府人朱熹是孔子、孟
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他治
学繁忙，行踪飘寄，但从未忽略他的母
亲，他奉母至孝，远近闻名。

朱熹 14 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朱松病
重不治，在建安水南环溪精舍病逝，英年
47 岁。弥留之际，他托孤朱熹义父刘子
羽，到崇安五夫里生活。到五夫里定居
的朱熹母子生活过得虽不算富裕，但安
宁、恬静。

年幼的朱熹牢记严父遗训，发愤苦
读，从不懈怠。一有空暇时间就帮助母
亲施肥种菜，减轻母亲的负担。朱熹长

大出仕之后不忘慈母的教诲和抚养之
恩，不忘母子相依为命的日子。朱老夫
人在朱熹的尽孝下寿逾70，含笑辞世。

在朱熹71年的生涯中，有50余年是
在奉母治学中度过的。他曾在给母亲的
家书中写道:“慈母年高……当少食勤餐，
果蔬时伴，桂花、栗饼佐之。延庚续寿，
儿之祈焉……”而每次出门游学前，都要
亲手以桂花、板栗制饼，留给母亲，以慰
老母思儿之情。

后人感其孝心，相互效仿，以饼奉
母，教化子孙……遂称此饼为“朱子孝
母饼”。

朱熹叮嘱母亲饮食养生

李鸿章一生功业在协助曾国藩剿平
太平天国与捻军，在办理洋务筹建海军
与洋人打交道，在于面临诸多重大事变
的当仁不让挺身而出敢于决断，而对其
展示其内心世界的家书则为世人所知之
甚少。

李鸿章位列封疆，意气风发，但对
其母亲却毕恭毕敬，不管是军旅之事，
还是生活细节，都坦言相告，孝顺之态，
跃然纸上。李鸿章首次进京，稍一安排
停当，即写家书向母亲报告平安:“拜别
赴京，于迢迢长路中，托母亲大人洪福，
一路平安……”此封家书，言简意赅，文
字简约，但条理清晰，提要钩玄。

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逢迎巴结者
蜂拥而至。母亲告诫他要为官清正，毋
作贪想，李鸿章立即复信明确表态:“儿
弗论财物，却而璧之，盖不义之财，不取
为是也。”

李鸿章被曾国藩荐举到上海后，立
即因地制宜大刀阔斧打开局面令人刮
目相待。李鸿章将沪上之事，向家母大
人详细汇报。虽借助洋人，可面临的对
手是忠王李秀成，与他相战的血腥激烈
的场面，李鸿章以廖廖数语向母亲报
告，虽然惜字如金，但战争厮杀之残酷
惨烈让人如身临其境。

一直为人所诟病的李鸿章苏州杀
降一事，李鸿章在致母亲的信中也坦然
相告。此段故事，陈可辛导演的《投名
状》中似有所涉及。

李鸿章与哥哥李瀚章通信更多，交
流心得互相提醒彼此呼应尽显手足之
情，兄弟二人也把在宦海沉浮中的所见
所感告诉母亲，在这样的文字交流私语
绵绵中，实际上也是在理清思路总结经
验提高自己，如处理云南回民事件、天
津教案、李瀚章署理湖广总督、马新贻
被刺等，李鸿章都向母亲和盘托出，毫
不顾忌，事无不可对母言。

李鸿章与其哥哥通信更是有一说
一，绝不故作矜持，装腔作势，他向哥哥
感慨曾国藩后人的不成气候没有出息，
悲叹国无千载家无百年;对于沈葆桢，
他对之颇为愤恨，认为他“刚愎任性，终
误大局”。

不是自家弟兄，哪敢这样掏心掏肺
地说话？

李鸿章掏心掏肺说真言

陈独秀细致安排家人安全转移

1943年1月，陈独秀葬礼在江津“康庄”前坡举行。左三、四为陈独秀三子陈松年夫妇。

李鸿章给母亲的手笔。


